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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现实问题ꎬ更是一个社会问题ꎬ涉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社会稳定ꎮ 要有效缓解就

业难问题ꎬ需要各方通力合作与共同努力ꎮ 文章通过对我国高校大学生就业政策历史回顾与解读ꎬ分析了大学生就业与创业

的现状与问题ꎬ提出了应从加大政策支持、构建服务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增强创新创业能力等方面来予以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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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ꎬ被称为

“史上最难就业季”ꎮ 此一问题的出现ꎬ主要有两个

方面的因素:一方面ꎬ受金融危机影响ꎬ世界经济发

展缓慢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ꎬ使得供给大学

生就业的岗位减少ꎻ另一方面ꎬ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快

速发展ꎬ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每年以 ６０—７０ 万的速度

增加:２０１４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 ７２７ 万人ꎮ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ꎬ２０１５ 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

达 ７４９ 万[１]ꎬ比 ２０１４ 年再增 ２２ 万ꎬ创历史新高ꎮ 就

业形势的日趋严峻ꎬ成为人们无奈却无法回避的

话题ꎮ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崇尚创业的时代ꎬ创业创

新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ꎮ 就业难不是一个新问

题ꎬ而且这种情形很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ꎮ
这一状况直接冲击的是千千万万等待就业的大学生

们[２]ꎮ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ꎬ不仅是一个现实问

题ꎬ更是一个社会问题ꎬ涉及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

及社会稳定ꎬ是新形势下取代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

问题而成为就业市场的核心问题ꎮ 如何在激烈的竞

争中找到满意工作或自主创业ꎬ成为高校和毕业生

必须直面的问题ꎮ

一　 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历史回顾与解读

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根据具体内容与特点经历

了三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第一阶段是“统包统分”时期ꎮ 新中国成立前ꎬ

我国大学生基本上是自谋职业ꎮ 新中国成立后的

１９５１ 年ꎬ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ꎬ国家确立了“统
包统分”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ꎬ由中央制定计划ꎬ
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具体部署、落实计划ꎬ各个高校付

诸实施ꎬ这项制度一直延续至 １９８３ 年ꎮ 此间的大学

生只要顺利毕业ꎬ就意味着拥有一份国家分配的令

人羡慕的工作———俗称“铁饭碗”ꎮ 尽管今天看来ꎬ
“统包统分”制度存在忽视毕业生自主择业和用人

单位自主择人的弊端ꎬ但它却符合那个特定时期国

家经济建设发展需要ꎬ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

特点ꎬ保证了将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大学生配

置到国家急需的工作岗位ꎬ配置到国家重点项目、优
先发展的行业和落后地区ꎬ也确保了高校毕业生的

充分就业[３]ꎮ 当然ꎬ那个时期由于大学生人数较

少ꎬ使国家实行此项政策才有可能ꎮ
第二阶段是“改革过渡”期ꎮ “统包统分”的就

业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ꎬ逐渐显

示其不足与缺陷ꎮ 为此ꎬ从 １９８３ 年开始ꎬ国家率先

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高校进行毕业生

分配制度改革———即学校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
试点ꎬ并取得了初步经验ꎮ 直到 １９８８ 年ꎬ以广东作

为综合改革试验区ꎬ在广东省属高校试点实施“普
通高等院校招收的学生ꎬ实行收费上学ꎬ毕业后推荐

就业、定向就业、择优录用制度”ꎮ 在试点成功的基

础上ꎬ１９８９ 年招生时ꎬ全国有近百所高校实行毕业

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

度ꎬ并开始在全国高校中普遍推广实施ꎬ标志着多种



形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逐步形成ꎮ １９９４ 年ꎬ根
据国家教委相关文件精神ꎬ我国招生开始建立收费

制度ꎬ缴费上学、并轨招生ꎬ改变国家包学生上大学、
包分配的做法ꎬ同时建立起相应的奖学金、贷学金制

度ꎮ 从“择优录用”到“双向选择”ꎬ尽管只有短短十

多年时间ꎬ却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深化的大势所

趋ꎬ同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人才需求ꎬ具
有十分积极的意义ꎮ

第三阶段是自主择业时期ꎮ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ꎬ全
国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和试行自主择业ꎬ高等教

育免学费和国家实行毕业生包分配的制度ꎬ自此成

为了历史ꎬ而“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

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逐步成为我国目

前大学生就业的基本政策ꎮ “自主择业”适应了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ꎬ顺应了教育体制改革对毕

业生就业制度的要求ꎮ 同时ꎬ促进了全社会特别是

用人单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尚的形成ꎬ对高等学

校的教学改革、增强适应社会需要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ꎬ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特别是它打破了过去大学毕

业生由国家“包分配”的惯例ꎬ促进高校毕业生转变

了思想观念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ꎬ为学生全

面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ꎮ

二　 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与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 ３０ 年来ꎬ我国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文化及社会生活领域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ꎬ这些

深层次的变化也影响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ꎬ
呈现出其特点ꎮ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特点分析

当前ꎬ随着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加剧ꎬ市场对人

才结构的需求发生明显变化ꎬ加之毕业生的庞大群

体在逐年增加ꎬ高校毕业生的地位相比十年前发生

了很大变化ꎬ呈如下特点:一是由“精英”向“大众”
转变ꎮ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大学生ꎬ由精英时代

的社会“宠儿”化身为普通大众ꎬ不再享受“统包统

分”的待遇ꎬ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就业ꎮ 二是大学

生就业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ꎮ 精

英时代的大学毕业生是社会稀缺资源ꎬ由国家安排

就业ꎬ不存在就业压力ꎻ大众化阶段的大学毕业生之

间则出现明显分化ꎬ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及

个体之间的就业竞争硝烟弥漫ꎬ高薪岗位“一职难

求”ꎮ 三是毕业生流向呈地域性差异ꎮ 由于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ꎬ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东部

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ꎬ许多毕业生把

职业选择目标首先放在经济实力雄厚、人才需求旺

盛的大城市、沿海及特区ꎬ而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中
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的毕业生ꎬ宁愿缴纳数千乃至

上万的教育补偿费ꎬ也不愿意回生源地或这些地区

就业ꎬ因此导致人才向大城市集聚ꎬ而需要人才的边

远地区却难以吸引到人才ꎬ形成就业地区相对集中ꎬ
结构性矛盾突出局面ꎮ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优势与缺陷分析

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中的主要优势表现在:一
是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较新的观念ꎮ 大学生具

备相对丰富的知识量及更新的知识ꎬ尤其是现代

发达的媒体和计算机网络让当代大学生走在时代

的前沿ꎮ 二是较强的合作能力ꎮ 大学生在学校通

过参加各种类型的群团组织活动ꎬ其能力得到很

好的锻炼ꎬ特别是合作能力明显强于一般人ꎮ 三

是创业意识与创新能力明显强于以往的学生ꎬ但
就全国而言ꎬ整体水平不尽人意ꎬ与发达国家相比

不容乐观ꎬ“招聘难”与“就业难”的局面却愈演愈

烈ꎬ主要源于需求和供给出现了严重错位[４] ꎮ 同

时ꎬ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一
是适应力和综合能力不强ꎮ 我国现阶段大学生绝

大多数为独生子女ꎬ在家庭中“独宝”地位使其娇

生惯养ꎬ凡事父母一手包办ꎬ缺乏社会锻炼和适应

能力ꎮ 二是综合素质及个人修养不高ꎮ 由于目前

教育体制重知识轻能力ꎬ忽视了大学生素质和修

养培育ꎬ进入就业市场后显得茫然失措和无所适

从ꎬ在面试中缺乏自信、言不达意、发挥失常ꎬ失去

了复试的机会ꎮ 三是规划和目标模糊ꎮ 多数毕业

生对职业规划与目标定位不甚清楚ꎬ不能把兴趣、
爱好与自己所学专业很好结合ꎬ造成面试准备不

足、目标不明ꎬ能否成功全凭运气ꎬ导致不能顺利

就业ꎮ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现状分析

目前ꎬ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还存在各种问题ꎮ
２０１２ 年ꎬ国家对全国 ２０ 个省市应届大学毕业生进

行了一项问卷调查ꎬ综合分析和检验大学生群体的

就业心理、就业期待和创业意愿ꎮ 主要表现出:一是

实践工作经验不足ꎮ 尽管目前在校大学毕业生普遍

拥有 １ 张以上技能证书(包括外语等级证书、专业

职称证书、计算机证书等)ꎬ但他们多数缺乏工作实

习经历ꎬ无法较快地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

力与经验ꎬ重考证轻实践ꎬ为就业与创业带来了负面

影响ꎮ 二是对收入预期较高ꎮ 据有关数据调查ꎬ有
６０％的在校大学生就业信心较强ꎬ普遍具有较高的

薪酬期望ꎻ有 ４２％的被调查大学生对首月收入预期

在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元ꎬ这也表明不少大学生至今还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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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精英教育”的光环ꎬ走进大众化大学教育的现

实ꎮ 三是创业意愿不够强烈ꎮ 创业是促进大学生就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但由于创业需要面对诸如资金、
专业技能、社会关系等困难ꎬ尤其是难以找到合适的

创业项目ꎬ甚至需要承担风险ꎬ加之对国家鼓励和支

持创业的优惠政策了解不够、信息不畅ꎬ阻碍了大学

生创业热情ꎮ

三　 大学生就业创业路径

要有效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ꎬ既需要各方共

同努力ꎬ也需要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研究ꎬ建构适

合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机制ꎮ
(一)加大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力度

大学生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难ꎬ与
国家对创业机制建设存在明显缺失有关ꎮ 如创业政

策落实和宣传不到位ꎬ创业融资渠道不畅ꎬ地方政府

未能为大学生提供满意的创业服务等ꎮ 为此ꎬ国家

要优化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首先要加强宏观调控

责任ꎬ逐步扩大就业需求ꎮ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

问题ꎬ从根本上说只能依靠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ꎬ保
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ꎬ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ꎮ
同时ꎬ运用政策倾斜ꎬ鼓励投资兴业ꎬ促进经济发展ꎬ
扩大就业需求ꎮ 其次是构建系统的就业法律体系ꎮ
尽管目前我国已有相关的就业法规文件和通知ꎬ但
就业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ꎬ需要加大在就

业创业法律法规建设的力度ꎬ如规定就业市场中各

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就业创业稳定的法规、强调

积极就业创业理念的同时ꎬ对暂时失业人员给予提

供失业保险、救济、职业指导与培训等有关服务的法

律法规保障ꎮ 再次是构建完善的创业机制ꎮ
(二)构建多样化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就业市场规

模的不断扩大ꎬ现行模式下的各高校就业市场、校际

联合的就业市场等越来越难以满足当前大学生就业

市场的需要ꎮ 因此ꎬ要改变现行的就业市场运行模

式ꎬ加强协调与协作ꎬ发挥各自优势ꎬ以形成多元化、
规范和高效有序的毕业生就业创业市场体系:一是

要打破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ꎬ整合劳动力市场资

源ꎻ二是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

局面ꎬ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行业等限制ꎻ三
是要改造我国人才市场的组织架构ꎬ逐步做到公共

人才服务业务与经营性人才服务分别管理ꎬ促进人

才市场供需主体到位ꎮ 同时ꎬ要加大政府监管力度ꎬ
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氛围环境ꎬ提供公平

的竞争环境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ꎬ让创业的学生感

到“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有实惠”ꎬ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大学生乐于创业、勇于创业ꎬ才
能促进中国经济高速正常的发展ꎮ

(三)完善高校就业创业工作机制

高校要改革就业工作管理模式ꎬ形成校内立体

监控的就业指导和评价标准ꎬ建立校院二级大学生

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ꎬ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

机构建设:一是搭建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平台ꎬ实现就

业创业市场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ꎻ二是高校要发挥

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传统优势ꎬ帮助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就业创业观ꎬ意识到就业形势的严峻性ꎬ切身感

受到生存危机ꎬ调整好自己的就业期望值ꎻ三是建立

系统的学生职业辅导体系ꎬ引导大学生根据现实情

况做好职业规划ꎬ树立职业理想ꎬ大胆进入就业市

场ꎬ到民营、私营企业发挥聪明才干ꎬ投身到西部、到
边疆、到基层、到农村去就业创业ꎬ最大限度地拓宽

就业创业渠道ꎬ寻求就业创业机会ꎬ实现人生的理想

和价值ꎻ四是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心理健康教育ꎬ
掌握毕业生的求职心理ꎬ把握其思想动态ꎬ帮助其调

整和矫正不良心态ꎬ培养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和人

格素质ꎬ激发创业动机ꎬ同时培育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敢于创新的优良品质ꎬ为成功创业打下坚实的

基础ꎮ
(四)增强大学生科技创新与创业能力

要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ꎬ关键是加强创新

实践能力的培养ꎮ 高校应以校园科技文化活动为载

体ꎬ以科技竞赛为依托ꎬ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的优势ꎮ 如建立创业基金会ꎬ搭建坚实的创业教育

实践训练平台ꎻ通过产学研相结合ꎬ主动与企业联

姻ꎬ使学生的创业活动与企业之间形成良好互动ꎻ通
过勤工助学帮助学生增加创业体验ꎬ熟悉社会环境ꎬ
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尝试创立一些投资少、见效

快、风险低的实体ꎬ促使他们成长为合格的劳动者和

成功的创业者ꎮ 成功的创业者培养离不开创业教

育ꎬ高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求职

者ꎬ更应该是主动的职业创造者ꎮ 因此高校要逐步

深化创业教育的内涵ꎬ培养学生的创业品质ꎬ营造以

创业促进就业的良好氛围ꎮ 同时ꎬ还要鼓励毕业生

自主创业ꎬ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智力帮助ꎬ提升他

们自主创业的整体水平ꎮ 自主创业很可能不是一帆

风顺的ꎬ通过挫折教育ꎬ可以塑造学生健康的心理品

格ꎬ使之具有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强不息的精

神ꎬ积极主动规划自己的学业创业生涯ꎬ有效地增强

和提高自身的职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ꎮ

３１１第 ２ 期　 　 　 　 　 　 　 黄建美ꎬ王莉芬ꎬ唐秋红: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１] 　 教育部新闻中心.２０１５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 ７４９ 万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１２￣０４) [２０１５￣１２￣０８] . ｈｔｔｐ: / /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ｆｅｎｑｉ.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ｎｅｗ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７３.ｈｔｍｌ.

[２] 　 林 冶ꎬ郭成桥.大学生就业政策思考[ Ｊ] .人才开发ꎬ

２００７(２):７￣８.
[３] 　 赵剑影.市场错位致就业招聘两难[Ｎ] .工人日报ꎬ２０１３

￣０７￣０３(４) .
[４] 　 张 薇.“最难就业年”引发的对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几点

思考[Ｊ] . 生涯复展教育研究ꎬ２０１４(１):５０￣５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ａｎ￣ｍｅｉꎬＷＡＮＧ Ｌｉ￣ｆｅｎꎬＴＡＮＧ Ｑｉｕ￣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４２１００１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ꎬ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４１１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


